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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 老 穆

据新华社报道，为保证中小学生享有
充足睡眠时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
育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中小学生必
要睡眠时间，并为此对作业、校外培训、游
戏等管理作出规定。

长期以来，中小学生睡眠不足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多位相关专家经过
调研分析指出，近 10 年来，我国学生睡眠
不足问题愈演愈烈。今年 3 月发布的《中
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
示，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95.5%

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 84.1%的高中
生睡眠时长未达标。

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普遍“亮起红灯”，
主要原因是学业负担“依然繁重”，孩子们
本该享有的运动锻炼、自由活动，被过多过
滥的学习任务挤占，连必要的睡眠时间也
经常被抢夺，身心健康受到损害。“4岁英语
词汇量达 3000”“小学一年级学完初二数
学”“钢琴、编程不能落下”……课内作业、
课外辅导“你方唱罢我登场”，致使不少孩
子染上“晚睡综合征”。

连 觉都睡不够，咋能精力充沛学习好？

咋能茁壮成长？这已成为全民担忧的“老大
难”，事关少儿健康、教育科学、未来发展。

对此，国家有关部门从义务教育评价、
作业改革、提高睡眠质量等多角度出发，发
布了多项导向性规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不少代表委员也为中小学生睡眠质量问题
建言献策。教育部此番专门发出《通知》，提
出 3 个“重要时间”：一是必要睡眠时间，小
学生每天应达到 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 9小
时，高中生应达到 8 小时；二是学校作息时
间，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8∶20，中
学一般不早于 8∶00，有条件的应保障必要

午休时间；三是晚上就寝时间，小学生一般
不晚于 21∶20，初中生一般不晚于 22∶00，高
中生一般不晚于 23∶00。同时提出“作业、
校外培训、游戏都要为学生睡眠让路”。

如此科学、具体的要求，可谓矫治中小
学生“失眠”的一剂良方。如何能够真正起
效，切实消除孩子们的睡眠“障碍”，需要家
校密切协作、精准施策，需要教育部门加强
监管、督导落实，更需社会匡正认识，政府
部门建立完善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唯
有多管齐下、多方合力、持续纠偏，才能让
孩子们睡得好、学得好、成长好。

一针见血 魏英杰＞＞

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的名
头，竟然被培训机构用作收钱的噱头！据
央广《中国之声》栏目报道，有家长反映自
己的孩子参加了“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
作文大赛，多个“渠道商”明目张胆承诺，
只要花一万元左右就可以买到该比赛北
京赛区一、二等奖，从而帮助学生在“小升
初”时加分。

实际上，经教育部核准的以叶圣陶先
生命名的权威赛事，名为“叶圣陶杯”全国
中 学 生 新 作 文 大 赛 ，大 赛 只 面 向 高 中
生。也就是说，这位家长碰到的是山寨

“叶圣陶杯”。据了解，它其实为一家企
业所主办，这家企业此前还办过一项类
似大赛，因名称与教育部核准的另一赛
事仅一字之差而被起诉，然后改成了现
在这个名称。

这就很清楚了。这家企业作为主办
方，委托各培训机构招揽青少年报名参
加，再与企业坐地分“赃”。既然是企业办
的，想把奖颁给谁就颁给谁，想颁给多少
人就多少人。无怪乎，培训机构敢于直白
地承诺收多少钱就给多少等级的奖，甚至
把承诺印在订购单上。至于“小升初”加
分云云，无非是说说而已，一旦钱收进口

袋，培训机构是不会承认的。
遭遇这种事情，有家长上当受骗，到

头来只能怪自己糊涂。要追问的是，一个
山寨作文大赛为何那么吃香，有那么多家
长去干这种糊涂事？

你看这家企业办的山寨作文大赛，从
2016 年到现在办了 31 届，每年要办五六
场，每两个月就收割一轮“韭菜”。可以
肯定，省级一等奖会有很多很多，可以想
见，这背后有多少家长前赴后继地跳进
陷阱。

社会上类似的大赛、大奖太多，令人
眼花缭乱，官方的、协会的、机构的、国内
的、国外的，确实让人防不胜防。再者，过
去一段时间，确实存在拿竞赛成绩与升学
挂钩的现象，让不少人钻了空子，在这种
背景下，难免有家长会心存侥幸，试图重
复这一“成功”路径。此外，在应试教育背
景下，升学竞争越来越激烈，也驱使部分
家长急功近利，试图用金钱去撬动升学制
度。这就是山寨“叶圣陶杯”作文大赛得
以招摇过市的原因所在。

去年 7 月出台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任何竞赛奖

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
依据。这就意味着，参加某项竞赛活动而
获得招生加分的政策空间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背景下，还有家长乐此不疲，或说明这
些家长执迷不悟，或表明时至今日有些地
方仍然存在竞赛加分的违规行为。

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山寨“叶圣陶
杯”存在的理由。对这类违规竞赛活动，
应当严肃查处；对这类以敛财为目的、具
有欺诈行为的机构，应当一律取缔。而
家长们应擦亮眼睛，不要心存侥幸而上当
受骗。 据新华网

万元可买省级奖，山寨比赛为何那么吃香？

有感而发 ＞＞ 周自扬

近日，在微博、朋友圈和以虎扑为代表
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出现了国产品牌球鞋
涨价和缺货的消息。一些网民发现，李宁、
安踏等国产品牌的有些“限量款”球鞋价格
飙涨，其中某品牌一款球鞋的价格涨幅达
31倍。

知名国产品牌的限量款球鞋在二手
市 场 上 存 在 一 定 溢 价 并 不 新 鲜 。 然 而 ，
这 一 波 价 格 上 涨 明 显 超 出 溢 价 范 畴 ，远
离价值规律。一件商品短短几天涨价数
十倍，显然不是市场运行的正常现象，值
得重视。

近年来，国产品牌在科技研发和外观
设计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的确有了迈
向中高端市场的底气。加之当前一些洋品
牌球鞋因其恶意“封杀”“新疆棉”行为受到
中国市场冷落，消费者纷纷用脚投票支持
国货，国产品牌遇到良好发展契机。然而，
如果因为“炒鞋”导致球鞋爱好者买不到想
要的球鞋，进而让国产品牌失去消费者的
信任，无异于竭泽而渔，自断国产品牌升级
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少数互联网平台
打着“真假鉴定”等旗号，在“炒鞋”问题上
借机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平台为“炒鞋”“囤
鞋”的年轻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扮演不光
彩的角色。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始终是企业应当遵
循的发展正道，借机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终
究只会害人害己。

对当前一些网络平台借机哄抬价格的
行为，品牌方应当尽快动起来，维护品牌形
象。监管部门也应积极作为，加强监管和
引导，维护市场秩序，为“国货”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 据新华社

哄抬“国货”价格
无异于自断门路

矫治中小学生“失眠”，须让“良方”真正起效

如今，消费者在饭店用
餐 时 ，扫 码 点 餐 已 十 分 普
遍 。 但 部 分 餐 厅 点 餐 、买
单 时 ，要 求 强 制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有 的 还 需 要 输 入
手机号、生日、姓名等。本
来 只 想 安 静 地 吃 个 饭 ，没
想到却被“收割”一波个人
信 息 ，不 少 顾 客 顿 觉 饭 菜

“不香”。
为什么点餐、买单必须

提交个人信息？商家有权
收集吗？被收集后有没有
信息泄露风险？部分商家
的“流量捆绑”饱受质疑，公
众呼吁业界封堵这类“公号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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